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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制素质教育理论知识指导》

内容概要

《法制素质教育理论知识指导》的编写，旨在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，培养青少年的能力和个性
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。内容涵盖了文化素质、科技素质、心理健康素质、思想道德素质、礼
仪素质、体育素质、活动课素质、环境教育、安全教育、法制教育等11大方面。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
育思想，以育人为本。实施素质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，是面对21世纪高新科技挑战的必然要求，是
国家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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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。依法治国，最重要的是依宪治国。宪法，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，除了
规定国家的根本政治、经济等制度外，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：一是公民权利的确认，二是国家权力的
设置。可以说，宪法既是确认公民权利的“宝典”，即“权利宣言”，同时也是规范国家权力的“规
约”，即“权力规范”。宪法的实现体现出这样一种思想：公民对权利的追求是无止境的，公民行使
权利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，而且他人有义务满足权利人的权益。国家权力是有限的，不仅范围有限，
而且运作也要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制衡。　　宪法上的公民权利，是公民本来就应当享有的最起码的
权利，它不是第三者给予的，也不是宪法赋予的，而是宪法应该规定的。没有这些权利，公民就不能
被称为宪政下的公民。立法不能剥夺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，政府不能通过国家权力予以保障的
公民权利，也不能成为宪法权利。公民权利可以有效对抗国家权力的不法侵犯，公民应通过国家权力
的保障获得最低限度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益。国家权力不仅应该保障大多数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少数人
的合法权利同样也应该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。在权利面前，每个人生来而且始终都是平等的，每个公
民都有追求权利的自由，都应该为享有权利而奋斗。有宪法的地方，公民的权利就会有保障。宪法永
恒不变的精神，就是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，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。
　　权力属于人民，国家只是权力的行使者，法无授权即无权力，权力只能自由裁量，因而权力是有
限的。宪政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来限制国家权力，一种是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范围，明确权
力界限；另一种是将国家权力按照一定标准划分，并合理配置给不同的国家机关，进行分权制衡。现
代宪政国家为了保障国家权力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，同时考虑到公民权利的保障日益依赖于国家
权力，因而开始由消极限制国家权力向主动控制国家权力转变。不接受国家权力的有限性，不承认政
府必须“有所为”和“有所不为”的国家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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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提高青少年素质是21世纪教育改革的重任。要提高青少年的素质，就要充分发展青少年的个性，
唤起他们的主体意识，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，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培养。我们针对以上
需要，结合国家对青少年素质教育的要求，参考大量的资料、案例和相关著作，选取了一些经典事例
编写了本系列丛书，力求把各项素质的教育理论知识转化为普及性读本，并渗透于青少年日常生活中
。这些系统的学习，将提高我国青少年的国际竞争力，使青少年更有担当重任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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